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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欧洲战略与对外政策 (1 9 39 一1 9 4) 0

李 工 真

1 93 8年 9 月慕尼黑会议后
,

欧洲与世界动荡不安地走向战争
。

面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
,

资本主义世

界最大强国的领导人— 美国总统罗斯福
,

究竟确定了什么样的欧洲战略目标
,

推行了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是否象某些史学家所说的那样
,

在 19 39年初一1 9 4 0年 5 月
,

罗斯福在制止德国扩张方面是个丝毫也未来取过

行动的人物
,

或者甚室是张伯伦绥靖主义的帮凶? 针对这些问题
,

本文试图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

(一 )

1 93 9年前夕
,

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和国际舞台上受到了法西斯德国的严峻挑战
。

德国的经济势力首先在东

南欧
、

巴尔干地区迅速排挤了美
、

英
、

法势力
,

并跻身于亚洲市场与美抗衡
,

而且在向美国主要的投资和贸

易场所
“

拉美禁地
”

展开经济渗透的同时
,

进行政治
,

军事渗透
。

希特勒大力扶植拉美法西斯组织
,

这些
“
力

盆强大而 日益增长的第五纵队
,

在某些场合… … 已强大到能进行武装暴动并促成法西斯政府建立的程度
。 ,

①

不言而喻
,

希特勒德国
·

已成为美国最危险
、

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

然而
,

1 938年 9 月 29 日的慕尼黑协定使德国获得了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
。

罗斯福认识到
:

它并没有带来

什么
“
一代人的和平

” ,

相反
, “
它仅仅意味着民主 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失败

。 ”

②
“

它涉及到整个中欧战略地带

的控制
,

它充许德国去毁灭整个法国白饭大陆同盟体系
,

疏远了苏联
,

毁灭 了法苏同盟
,

这正是希特勒最想要

的东西
。 ”

③德国若能排除苏联这个后顾之优
,

便可控制东欧小国并利用其资源
,

转过头来攻击西欧
。

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罗斯福深深懂得
,

莱因河西岸的所有国家—
西欧是全世界政治

、

经济
、

军事战略

上最重要的地理实体
,

它的命运和前途对整个世界
,

尤其对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和安全有
`

着生死彼关 的 意

义
。

这首先是因为
:
西欧有着广阔的市场容量

,

它那十分发达的工业和技术
,

它那具有高度文化和技能的人

民
,

它那密集的现代交通 网都使它在经济
、

工业上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

一旦希特勒控制西欧
,

便离从经济上

全面控制整个世界
,

包括美国在内
,

近在咫尺了
。

罗斯福认识到
, “

如果德国征服西欧
,

拉美各国对欧洲的出

口将被断绝
,

除非它们接受法西斯原则和屈服于法西斯统治
, 。

希特勒能够利用这一点迫使拉美各国
“

转过来

反对我们
,

而我们则无能为力
,

除了退缩在我们 自己的领土内… …
。 ”

④

而且
,

一旦希特勒控制整个西欧— 这个世界殖民主义宗主国的集中地
,

他就可 以利用其在这些宗主国

扶植的傀怪政府发号施令
,

并可将它们的殖民领地作为蹭品去拉拢其它法西斯国家
,

去实现其联合进攻美国

与德国统治世界的目的
。

另外
,

希特勒一旦征服西欧
,

就将彻底打破世界实力的均势
,

而这个均势正是美国一百多年以来安全的

依据
。

从政治地理上讲
,

`

西欧正是美德之间的缓冲器
。

却 3 9会 1 月 31 日
,

罗斯福在军事会议上提出了
“

美国根

本利益的安全线在莱 因河
,

的战略思想
,

并明确指出
: “

这个缓冲器具体地说
,

.

就是英国舰队和法国陆军
,

如

果这两者被除去了
,

那么美国与这些欧洲新力量之间也跳什么都不存在了
。 ’

⑤而英法的崩溃
,

便会雄励日本

南下
,

形成法西斯势力对西半球的两洋夹攻
,

而力量未达到独自承担西半球防务程度的美国海军是无法应付

如此严峻的挑战的
。

因此
,

认识到莱因河一线是美国根本利益的安全线 , 认识到大西洋彼岸的英法对美国根本利益和安全所

具有的头等重要意义
,

罗斯福便把防止英法崩溃
,

彻底阻止德国法西斯向莱因河一线扩张作为美国欧洲战略

的目标
。

但是
,

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

罗斯福所能运用的手段则是相当有限的
。

首先
,

美国国 内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潮在慕尼黑前后 的国际危机的影响下得到了新的发展
。

关国国会已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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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主义集团所控制
。

1 9 38年 11月的国会选举使罗斯福面临一个力量强大的共和党—
民主党保守派联盟

。

“

他们意识到两年后就要举行下届总统选举
,

极希望至少废除新政
,

而他们手中掌握的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给

总统打上
`

战争贩子
’

的烙印
”

⑥
。

因此
,

罗斯福被国会孤立主义势力剥夺了在国际舞台上公开宣传反德战略

的发言权
。

由于孤立主义者狂热鼓吹
: “

避免战争的办法就是不为战争作准备
,

致使美国成为一个第五流的 军 事国

家
,

陆军规模在世界所有国家中居第十七位
。 ”

⑦
“
1 9 3 9年初

,

全国部队只有5魂J
,
7 00 人

。 ”

⑧这就使得罗斯福不

可能真正从军事实力地位出发去干预欧洲危险的局势
。

这样
,

罗斯福在推行他的内政和外交上处于 互相矛盾的可悲状态中
。

从内政上讲
,

他承认
“

最重要的是

获得下届当选
,

避免实质性地失去民众的支持
。 ”

⑨因为这不仅会威胁到他的新政纲领
,

而且还会危及到政府

的生存能力
。

从外交上讲
,

他又需要公开对德采取强硬方针
,

而这一点却是当时美国公众坚决反对的
。

因此
,

在制定对欧战略的时候
,

罗斯福只能寻找处理内政与外交这两者问题的策略上 的平衡点
。

还在慕尼黑会议前

夕的1 93 8年 9 月17 日
,

当张伯伦飞往德国向希特勒乞求和平时
,

罗斯福第一次透露出他的欧洲战略计划
。

他

对内政部长伊克斯说
: “

英法应拒绝德国的要求
,

如果战争爆发
,

宣布他们不入侵德国
,

但封锁德国所有边境
,

并轰炸德国
,

直到希特勒放弃要求
。 ”
同时还指出

: “
美国能够用强大的经济资源力量援助盟国

,

这正是美国应

起的作用
。 ”

L

9 月 2 0日晚上
,

罗斯福在白宫对英国大使林德赛说
: “

如果西方大国与希特勒开战
,

美国将号召所有与德

国毗邻的国家采取相同的不来往方针
。

封锁路线应划到北海中部
,

通过海峡
,

到直布罗陀
,

从苏伊士运河关

栩地中海
。 ”
关于美国中立法武器禁运问题

,

总统表示
: “

如果西方国家不正式对德宜战
,

即使德国向英法宣

战
,

他还能找到英法
`
不在战争中

’

的办法
,

那么武器禁运无需应用于英法身上
。 ”

@ 张伯伦将这一计划置之脑

后并出卖了苏台德以后
,

罗斯福又于 10 月 21 日再次向张伯伦重申了他的战略计划
。

当他再度遭到张伯伦拒绝

后
,

他决心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了
。

由于他认识到美国
“

武器禁运
”

条例的保留只会被张伯伦作为继续绥靖的

借 口 ,

因此
,

在批准法国向美国定购 飞机的合同时
,

他又责成国务卿赫尔于 1 9 3 8年 12 月 7 日拟定了一 份 用
“

现金自购
,

运输 自理
”

原则代替
“

武器禁运
”

条例的新中立法案并送交国会
。

这是一份明显地旨在打击德国
、

授助英法的法案
,

因为只有英法才有可能运用他们的金融
、

海军力量从美国购买和运输武器
。

总之
,

罗斯福在慕尼黑会议前后并没有象张伯伦那样狂热鼓吹并沉恋于和平幻想 之中
。

相反
,

他确信希

特勒终将扑向莱因河
。

为 了防患于未然
,

他认为必须当希特勒还在向东欧小国进行扩张时
,

便由英法在不宜

而战的形式下
,

发动一场由欧洲其它国家参加
,

或者给予协助的对德经济封锁包围战
,

迫使希特勒屈服
,

来

杜绝德国冲击莱因河一 线的可能性
。

而盟国经济封锁战一旦开始
,

美国应在战争之外严守虚假的
“

中立
. ,

并

将 自身强大的工业资源和经济潜力变成盟国战争的强大经济支柱
。

这样
,

美国便可能
“

运用英法军事订货刺

激美国制造商扩大生产能力
,

并将这种能力运用于美国的重振军备
。 ”

L这 也可 能解决美国严重的失业等经济

问题
,

确保民主党新政派在 1 9 4 0年大选中立于不败之地
,

从而最终达到罗斯福在欧洲将德国阻止于莱因河一

线
,

在国内获取第三届总统宝座的双重 目标
。

(二 )

、

粼
一声

德国于 1 9 3 9年 3 月 1 5日对残剩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已向罗斯福表明
,

用经济封锁包围战阻止德国冲击

莱因河边界的迫切性进一步增加
。

但是
,

要使封锁包围战计划能真正推行下去
,

罗斯福必须迫使英法放弃绥

靖政策
,

对德强硬并废除美国中立法的
一

“

武器禁运
”

条例
,

同时
,

力争苏联加入盟 国的反纳悴战线
,

否则
,

欧

洲便有出现
’ `

第二次慕尼黑
”

的危险
。

希特勒吞并捷克的当天
,

张伯伦却在下院演说中继续绥靖德国
,

大谈
: “

让我们不要因这个原因而偏离我
,

奋 们的路线
。 ”

L罗斯福认识到
,

这是因为张伯伦
“

不愿放弃取得一项英德全 面协议的希望
,

而这种协议是以希
·

’ 魂

一 扭翔户国友好
,

避免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美国为基础
。 ”

⑧ 因此
,

美国政府在 ” 月 1 7日发表声明
:

拒不承认德

; 一

国理古挺克的合法性
,

并宣 布中止 美捷贸易协定
,

以防德国从中谋利
。

第二 天
,

美 国又宣布在对德国进 口货
.

的伞争脚撇攀础上再加征 25 % 的附加税
, “

这等于对德国货物全部禁止进 口
”

L
。 “ 月 “ 3 日

,

德军 占 领立

浦宛裹钦尔
,

并吵吵嚷嚷地 昆出了要求获得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
。

当天
,

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电告罗斯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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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波兰不经战斗就被分割
,

那么希特勒下一步将转向法国
。

谁能说在这种情况下
,

大英帝国不会以法国

为代价与德国缔结和平呢? ” L显然 ,

为确保莱因河边界的安全
,

美国必须在波兰间题上断绝英国与德国勾绪

以求和平的一切后路
。

因此
, “
罗斯福敦促张伯伦必须对波兰作出保证

”

O
,

并
“

再三要求英国实行征兵制作

为英国决心干予大陆的象征
。 ” L迫于多方压力 ,

张伯伦到 3 月 31 日才对波兰的安全作出了保证
。

4月13 日
,

英国又对罗马尼亚和希腊的安全作出了同样的保证
,

并于 4 月26 日宜布了英国征兵制
。

这些行动标志着英法

对欧洲安全的保证体系的初步建立
。

作为对这一保证体系的扶植和支持
,

罗斯福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美英合作的步骤来减轻英国在海外的 压

力
。

5 月
,

英国海军司令汉普托应邀秘密访问美国
,

美国同意
: “

一旦战争爆发
,

西南太平洋海域将由美国舰

队来承担防务贵任
。 ”

L 6 月
,

美英合作达到高潮
。

罗斯福对第一位应邀访美的英王乔治六世保证
: “
一且战争

姗发
,

美国海军将进行大西洋巡航
,

在半径为一 千海里的范围内减轻英国的负担
。 ”

L

但是
,

英法对波兰的保证意昧着一且德国进攻
,

英法便将对德宜战
。

如果美国的
“

武器禁运
”

条例仍然生

效
,

英法经济包围战的开始便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美国的经济支持
。

因此
,

罗斯福确信
: “

废除武器禁运是维持

莱因河边界的重要保证
。 ”

⑧从 4 月20 日起
,

他便公开把
“

现购自运
”

代替
“

武器禁运
”

提高到
“

尽一切所能保证

民主制度的生存
”

@ 的高度上来呼吁
。

但是
,

美国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分子横加刁难
,

百般阻挠
,
否决了赫尔

提案
,

罗斯福便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争取苏联合作的努力之中
。

苏联
,

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唯一社会主义国家
,

在美国的欧洲乃至世界战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

苏

联不仅靠近德国
,

而且还与日本占领的中国满蒙地区相连
,

而德
、

日这两国都是美国最危险的潜在对手
。

因

此
,

在未来西方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战争中
,

苏联究竟采取什么立场和方针
,

一直是美

国极为关心的问题
。

谁都知道
,

波兰是不可能长期抵抗强大的德国进攻
,

并承担起在东线封锁德国的重担
。

否则
,

罗斯福就用不着教促英法去保证它的领土完整和宋全了
,

。

而且据英国参谋部最乐观的估计
: “

波兰大概

会在 2 或 3 个月内被德军占领
。 ”

L如果苏联不站在盟国一边
,

并承担起东线上的封锁重担的话
,

那么希特勒

占领波兰后又迅速回师莱因河的这短短几个月里
,

盟国残缺不全的经济封锁圈要将德国里于死地是 不可 能

的
。

反之
,

如果西方国家能取得苏联的充分合作
,

即使不能抑制希特勒的战争冒险
,

至少
,

一旦成争爆发
,

希特勒也将面临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
。

早在 1 93 9年 3月 18 日
,

捷克事件 3 天后
,

罗斯福就催促英法采取联苏政策
: “

在 目前的形势下
,

我认为任

何绊脚石都应搬开
。 ”

⑧英法保证波兰后
,

罗斯福采取了一个更公开的联苏姿态
。

4 月 15 日
,
罗斯摄要求希特

勒与旦索里尼保证 10 年内不侵略他所列出的31 个欧洲和中东国家
,

作为和平解决欧洲争端的墓础
。

特别引人

注目的是
,

这些国家中包括当时与德国并不接城的苏联
。

当天
,

苏联给美国送来了一份诚挚的并表示赞成的

照会
。

第二天
, “

苏联政府向英法提出一项正式建议
,

要求建立一个苏与英
、

法的三国 同盟
. ”

@但是
,

张伯

伦之流不仅仇视苏联的布尔什维克
,

而且极端轻视苏联的军事价值
。

5 月 1 7日以后
,

美国就不断通过驻苏的德国使馆人员得到苏德谈判进展的详细情报了
。

由于 6 月 29 日美

国国会否决了
“
现购自运

”

提案
,

6 月 30 日
,

罗斯福便召见苏联大使
,

并说
:

`

“
尽快与英法缔结一项同盟条约是

俄国的俐益所在
,

否则希特勒将一个一个地摧毁他的敌人
。 ”

L 8 月 2 日
,

英法苏正在莫斯科进行三国谈判
,

美国又主动向苏提出延长《苏美商业议定书 》一年
,

并宣布
“

继续给苏无条件最惠国待遇
。 ”

L 8 月 4 日
,

罗斯福

写信给莫洛托夫
,

重申美国对三国谈判成功的愿望
。

但是
,

苏联仍在 1 9 3 9年 8 月 23 日与娜国签定了《德苏互

不侵犯条约》
。

这一条约的签定无疑是对罗斯福欧洲战略计划的又一沉重打击
,

它意味着德国攻击波兰的准

备工作已经就绪
。

如果罗斯福还想去实现他的计划
,

他就必须首先防止
“

第二次慕尼黑
’

阴谋的出现
。

从德苏条约签字当日起
,

张伯伦就一再委托美驻英大使肯尼迪劝说罗斯福向波兰单方面施加压力
卜
以逃

避对波兰作出的义务
,

但遭到罗斯福的坚决拒绝
。

因为罗斯福认识到
,

英国要美国 向波兰单方面施加压力
,

“

仅仅意味着他们想要我们来承担新墓尼黑的责任
,

并要借我们的手去为他们干肮脏的工作
。 ”

O

为什么在废除武器禁运与争取苏联合作的两大关键步蕊都已失效的情况下
,

罗斯福仍要教促英法强硬
,

直至开战呢? 看来有以下原因
:

罗斯福认为德苏互不侵犯关系的确立只是 以波兰存在为前提
。

如果波兰被侵占
,

这两个以前一直 就 十

分敌对的大国邻界后
“
将建立多么彻底的关系

,

还有待观察
, 。

助理国务卿伯利公开断言
: “

我们并不相信它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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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久不变
,

这种关系终将破裂 ,” ⑧可见
,

美国仍寄希望于苏联会在波兰被便占后
,

加入到盟国的反纳粹战线

中来的
。

同时
,

苏德条约还引起了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其它重大变化
:

德意日轴心国家因苏德条约出现了严重的

裂痕
。

苏德条约对于 日本平沼内阁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

日本军国主 义分子痛骂
: “

互不侵犯条约是德国方面的

第一次背叛 !
”

L因为 日与苏的诺门坎战斗仍在进行
,

在中国的战争 已陷入泥潭
,

与美国的关系又处于紧张阶

段
,

现在德国抛弃日本与苏联缔约
,

使日本不仅在远东
,
而且在整个世界都陷入孤立境地

。

为此
,

平沼内阁

倒台
,

被决心不卷入欧洲事务并想与美国和解的阿部内阁所取代
。

因此
,

德苏条约客观上为美
、

英
、

法解除

了他们在远东的后顾之忧
,

从而使盟国能将更多的力量投入欧洲战场
。

而且德意关系也因苏德条约的签汀而

迅速冷淡
。

墨索里尼当即向希特勒表示
: “
意大利没有准备好

,

并且也不可能在一场大战中支持德国
。 ”

⑧这就

保证了一且英法对德开战
,

不会在地中海面临意大利的挑战和威胁
。

但是
,

如果第二次慕尼黑阴谋成功
,

只会对希特勒有利
,

并将彻底毁灭罗斯福的欧洲战略计划
。

第一
,

这一朋谋的成功
“

将进一步加强希特勒在德国的地位
,

他又将占领一个国家而不必冒真正打仗的危险
。 ”

@第

二
,

正如布利特大使所说的
: “

这将意味着英法不得不在稍后的一种甚至更糟的地位上战斗
,

因为又一次慕尼

黑将导致德国把波兰
、

罗马尼亚
、

匈牙利
、

南斯拉夫
、

保加利亚
、

希腊和土耳其一个接一个地吞并掉
,

最后

用它所占领的这些国家的所有经济资源转向法国和英国
。 ”

O 第三
,

这不仅将使英法两国
,

特别是美国公众情

绪退月到和平时期的孤立主义的旧轨道上去
,

使西方国家在备战方面的一切努力
,

如果不停止
,

也会减速
,

对且还将威胁到罗斯福政府的政治前途
。

第四
,

第二次慕尼黑的成功只能证明英法的软弱无力
,

只能最终促

使意大利在未来的欧战中趁火打劫
,

站在德国一边向英法开战
。

因此
,

罗斯福
“

最担心的就是通过谈判取得和平
,

即又来一次慕尼黑
。 ”

L 8 月 30 日
,

美国再 次 通 知 英

国
: “
只要现存的欧洲局势继续下去

,

我国政府就看不到有任何由美国总统发起和平运动的时机 … … 这种运动

只可能促成
,

并巩固一种幕力和侵略的统治
。 ”

L而且警告英国
: “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后
,

英法不对德宣战
,

它

们不可能指望美国的援助
。 ”

L同时
,

为了加强英法的战争决心
,

罗斯福于 8 月 31 日批准了不公开的英美战略

协定
: “

美国将承担在远东抑制日本的主要责任
。 ”

L

9 月 1 日
,

当德国进攻波兰的消息传到美国
,

罗斯福已断定英法一 定会宣战
。

他说
: “

民主政府的机器终

于迅速而有效地转动起来了
。 ”

L果然
,

9 月 3 日
,

英法终于对德宣战
,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

罗斯福的

欧洲战略也开始实施了
。

(三 )

大战爆发后
,

罗斯福的欧洲经济封钱包围战计划要取得成功
,

将取决于三个条件
:

①英法封锁战能有效

地阻止德国战争机器的继续转动 , ②英法能在美国军火工业的帮助下
,

从德国手中夺取制空权 , ③苏联能加

入到英法一边与德国战斗
。

以上三条必须在德国向莱因河边界发起总冲击之前即能取得
。

但是
,

到 19 3 9年12

月
,

欧洲局势已表明
,

以车三条均已落空
。

首先
,

英法开展的封锁战已告失败
。

早在 8 月 23 日的军事会议上
,

盟军统帅部就决定
:

盟军
“
在西线集

中于一个 目标—
不让德军成功地穿透盟军防线

。 ”

L因此
,

盟军一 直进行的是一场不入侵德国
,

也不轰炸鲁

尔的静坐西线的经济封锁战
。

而希特勒却乘盟军静坐西线之机
,

迅速占领波兰
,

然后调兵西线
,

从而完全取

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

而盟军的主要打击手段— 经济封锁进行得并不成功
。

虽然利用优势的海军力量断绝了德国海外货物的

进 口
,

但是除了英法波三国外
,

其它所有欧洲 国家都没有加入封锁战
,

而是继续与德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
。

这就使得德国开动战争机器最需要的铁砂矿和石油
,

它们本来就无须从欧洲 以外地区获得
,

并没有被断绝来

舜 加之
,

德国可 以从 日益扩大的占领地区毫无代价地榨取一切物资
。

在出 口方面
, “

在 , ’ “ ”年 , 一 1 , 月的 “
_

少摘中 : 德国的出口贸易仅仅只下降到战前水平的“ ” %
”

L
。

因此
,

德国几乎感觉不到海上封锁的威胁
,

甚
、

奚迩工业总动员都役有进行
。

显然
,

封锁战 已无法改变希特勒冲击西线的时刻表
。

:
、

某二
,

`

在德国总攻之前
,

英法利用美国资源
,

从德国手中夺取制空权
,

显然难以达到
。

尽管在 n 月 4 日

典国炭除了峨器禁运
, ,

实施
“

现购自运
” ,

这等于向盟国开了兵工厂
,

但是
,

由于英法投有偿还第一次世界

1 13



大战的债务
,

美国 1 93 4年《约翰遥法》和《新中立法》对英法关闭了美元市场
。

而英法~ 方面由于手头的美元少

得可怜
,

另一方面又害怕美国工业能力扩大挠乱自己的工业
。

因此
,

他们采取了严格控制美元出口的政策
。

“
到 1 9 4。年 1 月前

,

英法两国在美国的订货仅为 35 0 0架飞机
,

73 72台飞机发动机
。 ’

甸因此
,

制空权方面进一

步落后于德国
。

布利特在12 月n 日向总统报告
: “
除非法国能从美国获得一万架飞机

,

否则英法不可能旅得这

场战争
。 ”

@

其三
,

11 月 30 日爆发的苏芬战争
,

不仅使罗斯福深深感到西线遭受攻击前
,

苏联已不可能加入盟国的反

德战线
,

而且使他怀疑苏德有联合的可能了
。

9 月 17 日
,

苏军占领寇松线以东的波兰领土
,

随后又控制了爱沙尼亚
、

拉脱维亚
、

立陶宛三国
,

并与德

国发表联合宣言
,

似乎至少加入了德国对西方的和平攻势
。

当时美国政府中不少人都认为
: “

俄国现在变成了

德国的盟友
。 ”

O 罗斯福却采取了谨慎而现实的政策
, “

除了继续承认波兰流亡政府和这些波罗的梅国家名义

L的独立外
,

避免提出外交上的抗议
。 ”

因为罗斯福认为
: “

苏联的行动矛头是对准柏林的
。 ”

⑧当苏联在芬兰

领土上进行的战争遭到除了德国以外所有欧洲国家的抗议后
,

罗斯福怀疑苏德联合的可能了
。

连一贯对此持

乐观态度的伯利也认为
: “

如果这一恶梦成为现实
,

俄德联合力鱼在各方面都将势不可挡
。 ”

0

尽管罗斯福公开遗责了苏联
,

但他
“
只答应向芬兰提供一千万美元的贷欲… …仅限于钩买美国剩余农产

品和制造产品
,

但不包括战争工具和武器
。 ”

L而且自始自终
,

他没有将苏联与德国同等看待
,

没有将苏列为交

战国
。

除了在航空业上实行道义禁运外
,

其它物资继续涌向莫斯科
。 “

19 39年 11 月至 1 9 4。年 2 月这三个月中
,

苏联在美国的购货量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多
。 ”

@ 美国的意图十分清楚
,

限制苏芬战争的规棋
,

防止它破坏西

线的平静
,

同时蝎力避免与苏中断外交关系
。

因为罗斯福与赫尔都认识到
, “

共产主义俄国与纳林德国之间

的基本对立是如此之深
,

希特勒的野心是如此之大
,

俄国最终是会站到盟国一边来的
。

我们不能不小心谨慎
,

防止把苏联推向另一边去
。 ”

L

然而
,

英法此时不惜冒与苏开战的危险
,

制定了向芬兰提供10 万远征军的计划
。

其主要战略目的虽在于

希望能用一支援助芬兰跨越娜威
、

瑞典北部的远征军占领瑞典的耶利瓦勒铁矿区并包围德国的侧冀
,

但这一

计划遭到罗斯福的坚决反对
。

因为盟军在连一个德国对手都对付不 了的情况下
,

再去开辟一个极有可能与苏

德同时开战的危险战场
,

不仅将大大削弱莱因河防线的力盈
,

而且很可能进一步促使苏德的军事联合
,

而这

正是美国一直极力避免出现的最可怕的前景
。

显然
,

罗斯福的经济封锁包围战计划已经失败
。

这样的战争继续下去
,

只能意味莱因河边界的胡演
,

除

非美国能亲 自出兵欧洲
,

并将能压倒德军的重量放在盟军力里的天秤上
。

然而
,

美国国内状况此刻与战前相去无几
,

全国仍在特种萧条的困境中挣扎
,

军备也毫无起色
。

而且
,

,

由于西线一枪未放
, “

美国舆论此时走上了另一个全面孤立主义的顶峰
。 ’

正如副国务卿韦尔斯指出的
, “

即使

罗斯福去通知德国
: `

如果德国要征服世界的话
,

美国将支持大英帝国和法国
。 ’

纳粹和法西斯政权也将对他的

声明大打折扣
,

因为他们 了解我 国公众的 心情 和国会的舆论状况
。 ”

L

这样
,

内外交 困的罗斯福只能去寻找可能阻止德国于莱因河一线
,

并使美国保持在战争之外的另一种办

法了
,

即向欧洲交战双方呼吁和平
。

而这场和平攻势中最重要的行动乃是副国务卿韦尔斯代表罗斯福出使意

法英德四大国的欧洲之行
。

毫无疑问
,

罗斯福派韦尔斯出使欧洲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希望能停止欧洲战争
,

阻挡英法与娜苏同时开战

的冒险行动
,

阻止希特勒夺取更大胜利
,

避免莱因河边界崩溃
,

防止美国被卷入战争
。

19 4。年 1 月 r 日
,

他

在白宫向韦尔斯谈了派他出使欧洲的以上原因时特别强调
: “

对西线的战争正是希特勒盼望 已久 的
。 .

。 当 2

月 5日英法正式决定向北欧派远征军时
,

罗斯福
、

W
.

B
.

伯特沃思于 2 月 7 日赶到伦敦向盟国宣布了韦尔斯之

行的 目的并声称
: “
美国不希望看到盟国的失败

,

总统和他周围的人认为你们不可能底得这场战争
。 ’

必但张伯

伦由于害怕千扰北欧行动
,

迟迟写信给罗斯福
,

要求阻止韦尔斯之行
。

罗斯福却于 2 月 9 日正式公布了韦尔

斯出使四 大国的消息
。

尽管连罗斯福也坦率地承认
: “

成功的机会只有千分之一
, ,

但是他认为韦尔斯和平使命仍在所必行
。

首

先
,

他知道
: “

一个由他发起的成功和平将大大加强他的政治力量
,

能使他成为不可缺少的下一任总 统候 选

人
。 ”

O 即使失败
,

他便向美国公众证明了欧战并非打不起来
,

显然有利于他日后动员美国人民
,

加速扩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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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

因此也同样能加强他的地位
。

第二
,

韦尔斯之行负有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

劝阻目前处于中立地位的意

大利不站在德国一边参战
。

罗斯福认为
: “

如果希特勒在对盟国的攻击中不能得到墨索里 尼的积极干预
,

战争

的结果可能比想像的要好些
。 ”

@而且这也正是访问这个尚未参战的国家的真正原因
。

同时
,

罗斯福相信
:

韦

尔斯之行无论成功与否都能干扰德国攻击西方的计划
,

因为
“

这起码能拖延德国发动进攻
,

从而使盟国有机

会加强防御
。 ”

O第三
,

即使以上所有 目标都难达到
,

出使欧洲的韦尔斯副国务卿处在比美国驻欧洲四大国大

使们更有利的地位上
,

他
“

能在那样无法估计的困难岁月里为总统提供指导外交关系的极有价值的情报
”

。
,

而罗斯福又是懂得如何使用这种情报的人
。

韦年斯一个月的辛劳表明
,

尽管这一使命是有利无害的
,

然而
,

它对防止莱因河边界崩溃这一战略日标

来说却没有成功
。

希特勒 5 月 10 日的
“

西线闪击战
”
冲垮了莱因河防线

,

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局势
。

综上所述
,

罗斯福 1 93 9一 1 9 4。年的欧洲战略是力图阻止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的
。

慕尼黑会议前后
,

他

就与国内孤立主义者斗争
,

并开始积极推行支持英法抵抗
,

争取苏联合作
,

分化德意同盟
,

集中打击德国的

欧洲政策
。

三月危机以后
,

他积极组织一场由英法出面进行的力争苏联参加并以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作后盾

的反德经济封锁包围战
。

虽然苏联没有加入盟国的反纳粹战线
,

但罗斯福仍坚决反对张伯伦的
“

第二 次慕 尼

黑
”

阴谋
,

使英法终于走上 了反德战争的前沿
。

即使在经济封锁战面临失败的前景下
,

罗斯福和平攻势的根

本 目的
,

并不是为了出卖小国利益
,

祸水东引
,

而是为了防止英法向德苏同时开战的冒险
,

分化德意同盟
,

并阻止希特勒夺取西欧的企图
。

因此
,

从本质上讲
,

也仍然是反德国法西斯的
。

虽然罗斯福的欧洲战略收效

甚微
,

但却不是象有的史学家所说的
,

罗斯福在当时是个对制止德国扩张方面丝 毫也未采取过行动的人
,

甚

至是张伯伦的帮凶
。

正因为如此
,

希特勒对西方的进攻
,

只能加速张伯伦那样的绥靖派的下台
,

相反
,

它却

使罗斯福这样的反法西斯者迅速提高并巩固了在国内
、

国际的地位
,

使他一破美国传统
、

连任四届美国总统
,

并引导美国人 民走上与世界各国人民大联盟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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